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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理咨询作为一项助人工作，其重点在于关注个体内心的健康和成长。在咨询

中，我们发现，文化对于个体认识的形成、行为模式的养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父权文化

体制下，对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均有清楚的界定，从而形成一种刻板模式。在这一

模式下，女人被要求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男人也被塑造成一个个固化的，刻板

的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模式，对男人和女人都造成了伤害。 

本文试图从三个案例的分析，解释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模式对男人和女人造成的

心理伤害。表面看似乎是人际关系、个人成长、婚姻恋爱等的问题，深入咨询分析后，

会发现其背后是社会性别角色刻板模式造成的矛盾，其并非是简单的个体心理问题，更

是社会问题。 

涉及社会性别问题的案例，其治疗进展并不十分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当事

人本人的抗拒，有社会影响力，也有咨询师本人的技术和心理困境，然而，综合所有困

境，其根本在于父权文化对于当事人、咨询师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婚恋、

教育、就业指导和个人成长等多方面，我们都试图发掘存在于个案背后的当事人的、咨

询师的以及相关社会人的社会性别观念及由此产生的对个案进展的影响。引发我们对两

性关系的思考，对“爱”的本质的一些感悟，发掘爱的形式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的扭曲

和变异。同时我们发现，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除了当事人本身，其相关人群，甚至是

事件的“源个体”，都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担任着父权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受害者的

多重角色，甚至是一些帮助者，他们的社会性别意识对当事人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而深

远的。 

  帮助男性摆脱社会性别刻板模式的伤害，不仅有助于男性的自我解放，也有助于男

性同女性建立更加平等的和谐两性关系，更有利于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和男女两性的

自我认识。心理咨询师在咨询的过程中，也和当事人一起经历的性别意识的洗礼和成

长。 

引言： 

  父权文化体制下，对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均有清楚的界定，从而形成一种刻板

模式。如果不符合这一模式，女人便被贬损为不像一个女人，而男人也被贬损为不是一

个成功的、真正的男人。社会性别角色的刻板模式，对男人和女人都造成了伤害。 

  在我进行心理咨询的工作中，时常会发现，一些表面看来是其它原因的情侣、夫

妻、家庭成员等之间的矛盾，细加咨询，便会发现背后是社会性别角色刻板模式造成的

矛盾，其并非是简单的心理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帮助男性摆脱社会性别刻板模式的伤害，不仅有助于男性的自我解放，也有助于男

性同女性建立更加平等的和谐两性关系。 

  下面三个案例，从不同角度给我们做出了启迪。 

案例1： 

女孩A和男孩B来咨询她们的恋爱问题。他们恋爱半年了，感情很好，A觉得两人的

关系已经成熟，可每次一提到结婚，B就感到压力很大。B承认自己是喜欢A的，也觉得

她会是个好太太，可是想到婚姻，就一片恐慌。原因是认为现在自己事业未成，婚姻压

力太大。他想出国留学，但又不愿“拖累”女友。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其实两个人的



事业还不错，月收入加起来有一万五左右，其中A有七千，B还比她还多一些，而且双方

家庭条件都不错，两个人买房结婚完全是小康的生活。女友对于B的事业没有任何要

求，只要维持现状即可，即便他想要出国，A也愿意支持他，愿意在国内等他，可B就是

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有压力。 

B认为，男人没有自己的事业是不行的，自己已经快30岁了，所谓三十而立。至

今，自己却只是个高级打工，虽然收入不错。关键是，觉得自己比她多不了多少，这点

很有压力。所以，趁年轻，要出去打拼、积累，“不然，以后她会后悔，我也会后悔

的。”他认为女完全应该理解自己，“我只要她过得快乐，哪怕分手，只要她能找到一

个条件好的，我也默默祝福她。可是我真的十分舍不得她。我不给承诺正是我负责任的

表现啊。我的决定可以对不起自己，但我接受不了对女人不负责任，因为我是我老婆的

依靠，我怎能不强大？”  

B的家庭情况：70年代后期的独生子女，父亲是自己崇拜的偶像，事业有成，却因

长期在外奋斗无暇顾及家庭，B长期和母亲相依为命，小时候常常遭到同龄孩子的欺

负。在他印象中，母亲很孤独寂寞，也很辛苦很可怜，母亲渐渐无力保护他，幼年的

他，常常感到无助但又无人诉说。整个家族依然对父母的这种婚姻状态交口称赞。两年

前父亲去世，除了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他忽然发现，自己几乎从来没有和父亲进行过

半小时以上的交流，父子俩从来没有拥抱，没有赞美，很长一段时间，他为此觉得很自

责，很痛苦。 

B的父亲虽然长期不在他身边，但他和父亲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共同的爱好：蓄胡—

—连胡子的形状都十分相似。 

咨询中，我鼓励B每天和照片上的父亲作个交流，想象父亲的积极回应，每天半小

时。同时，每天打电话给母亲，也是半小时交流，没有事情说的时候，问问母亲和父亲

当年的故事，试着感觉当时他们的快乐和艰辛。通过咨询，B开始变得柔软起来，但是

对于“男人的责任”，压力依然很大，他坦言：我无法想象自己失败和窝囊。所谓成功

就是刚强，享有社会地位。 

目前，此案尚在进行中，B反复很厉害，始终在挣扎，觉得自己呆在国内很“窝

囊”，很对不起女友，出国又对女友不负责任。 

案例2： 

男孩小G，12岁。幼年很乖，却经常被父亲打骂，母亲是个软弱的人，有个妹妹，

比他小2岁。刚出生时，小G深得父亲的宠爱，家里围着他转。可是4岁那年，父母离

异，兄妹俩都随父亲生活。如今，孩子出现厌学、经常生病、好打架、冷漠等表现，显

得少年老成。 

    小G天生比较胆小，而他父亲对此始终不满意，经常寻找机会“历练”他。小G说，

他最痛苦的记忆就是小时候父母离婚的时候，他父亲非但不让他去看妈妈，而且还不准

他哭，一哭就挨打，一边打一边说：“你怎么这么没用？！你是男孩，哭什么哭！”小

G觉得父亲一点都不爱他，老是逼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学游泳，他6岁那年，父

亲把他和妹妹带去游泳池，爸爸在一边教妹妹，而突然猛地把他扔进水里，他在水中的

感觉十分惊恐，每一次浮出水面都能看到父亲冷漠的眼睛，后来是救生员看见了把他捞

起来。他说：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实在太可怕了。后来他学会了游泳，也渐渐明白

爸爸是为了让他熟悉水性，“可是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爸爸那么狠心，他对妹妹那么

好，妹妹也学会了。” 小G说，“我是男孩，爸爸喜欢妹妹。” 

父子俩平时话很少，小G觉得很孤独：“妹妹可以整天粘着爸爸，而我不能，他只

有在我闯了祸的时候才会对我说话——大吼大叫。唯一一次感觉到父亲的爱是在2年

前，我忽然得了急性肺炎，发高烧，父亲在床边整整守了3天3夜，虽然他没说什么话，

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 

此案咨询时，发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地方，小G和父亲其实非常爱对方，只是两个

人都始终感觉不到。平时家里最有营养的菜，是留给小G的；父亲为了让小G多学点东

西，努力赚钱，节假日都不休息，帮人打临工，赚的钱给小G读各种各样的业余辅导

班，可小G并不领情，经常逃学；小G有一次把零花钱省下来给爸爸订牛奶，可爸爸也不

领情，说：“牛奶给你妹妹吃，我们男人不需要。”这让小G老是觉得父亲偏心。 

父亲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了，我希望他有出

息。所以一直对他严格要求。离婚的时候我非常痛苦，想到要带两个孩子觉得很不容

易，可是孩子的抚养权是我一心争夺过来的，作为男人，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给别人

养？前妻离开的时候，我没有眼泪，是她对不起我，我不可以让她看见我的软弱。当

时，儿子哭得很凶，我一个耳光揍上去，他是我儿子！怎么可以这么婆婆妈妈！”至于



游泳，父亲解释道：学游泳，不喝两口水怎么行？他妹妹是女孩子，当然要保护着点，

男孩子，呛不坏。“无论如何，我是为了他好，他长大了就明白了。养不教，父之过

啊。” 

问到小时候最快乐的体验，小G说：“在妈妈怀里，妈妈对我笑，爸爸让我骑在他

肩上，满世界跑！” 

小G的父亲不是个过于内向的人，在咨询中，让他握着小G的手，看着小G，对他表

达父爱的时候，却非常困难。他非常努力地想说，可看着儿子就说不出来，小G非常沮

丧。父亲苦笑道：真是说不出来。进一步询问他为什么说不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觉

得只要待他好他就应该知道，我说不出口，也许他妈妈行，可是我是男人，我做不

到。” 

 

这个案例是通过长期综合治疗解决的，包括对小G，对他父亲，都进行了疏导。小

G的学校，所在社区，他妈妈等等多方面共同努力，目前孩子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时有

反复。治疗的关键是让孩子感觉到爱，我对他的父亲说：你只要让孩子感觉到爱就可

以，不必感觉到自己是个男孩。包括你自己，对待孩子和家人，你没必要时刻提醒自己

是个男人。 

案例3： 

    男生D，19岁，大学在校二年级学生。抑郁状态，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自己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未来，不想读书，有自杀倾向（未遂一次）。 

    D是个内向的男生，比较安静，从小喜欢一个人看书、画画、写文章，文笔很好，

多次在各类比赛获奖。可是他偏科，理科很不好，没兴趣学，也不喜欢运动，朋友也不

多。D说：我从小的理想是做老师，做语文老师。我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喜欢写点自

己的文字，安安静静的生活。 

    D的父母都是大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从小对儿子希望很高，D的性格和父亲比较

像。母亲很能干，性格很外向。拿D的话说：我们家虽然男人多，但基本是母系社会。

从小，母亲对D的学业要求很严格，事事都为他做主操心，D也一直很听话，可是，对于

一点，母子俩始终调和不了，母亲曾经撕了他的小说，替他报了很多理科辅导班。他当

时虽然心里很不舒服，但没有太多的反抗，因为他觉得：妈妈是为我好，考大学，文理

都要好，不能偏科。 

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母子俩产生了剧烈的冲突。D觉得：高考是决定人生道

路的大事，自己终于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道路走下去，终于可以远离自己不喜欢的理工

科。于是，他执意选择各类师范院校的中文专业。而母亲不同意：“男孩子，读师范，

读中文，多没出息。有句话：念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你读中文有什么用？整天

只知道写东西，有用吗？男孩子，应该学点实在的，学点本事，才不慌。”两个人谁也

说服不了谁，最后，D偷偷按照自己的意愿填报志愿，本以为一切可以等到生米煮成熟

饭，没想到，母亲跑到学校，帮他改了志愿。放榜后，D被一所重点大学的机械制造专

业录取，于是D又和家里大闹一场，不想上学，最后，在父母的苦口婆心下，来到学

校。可是，D一直念不好，成绩直线下降，一年级出现4门不及格，险些被劝退。二年级

以后，D更消沉，“我觉得自己其挺努力的，但我不喜欢，入门不了。” 

    D的家庭虽然看上去条件很不错，可父母关系也不很和谐。两人在事业上都不错，

父亲是社科院搞哲学的，母亲是法学院的老师，还做兼职律师，收入比父亲高。母亲经

常拿父亲给D做反面教材：“你看看你爸爸，做到教授才这点收入，什么哲学啊，社会

学啊，有什么用？还不是我赚得多？男人，要搞实业，务虚没用！”父亲在家里很少说

话，对于儿子填报志愿的事情，倒是和母亲站在同一战壕：“我希望儿子今后不要像

我，做个没用的老先生，男孩子，要能干一点，最好像他妈妈。” 

面对自己学业的倒退，D觉得对不起父母，可是对于自己的人生，D更觉得很没希

望，很无奈。 

本案例的治疗，一方面鼓励D做更多人生选择，将目光放长，在确保专业不掉队的

情况下，业余时间继续研究自己喜欢的东西；另一方面，鼓励父母放手让孩子对自己的

人生负责，父母用心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同时，对于他们狭隘的职业观念加以疏导。目

前D的情况比较稳定。 

对案例的深入分析： 

从上述咨询的案例背后，我发现，一些心理问题显然不完全是心理问题，它甚至

是一些社会现象，特别是涉及到认知、沟通、价值观，咨询师的影响力有时非常微弱，

因为，行为的背后是观念，观念的背后是文化。 



上述三个案例，共同点在于：男性作为事件的主角，他们是受害者，而他们心理

问题的产生背后是来自家庭的、社会的、自身的文化观念的长期影响。 

案例一，B长期受到父权文化的影响，认为男人要处处比女人强，要做女人的“依

靠”，认为男人只有事业有成才能家庭幸福，才是一个“合格”的男人。面对事业上和

自己旗鼓相当的女友，潜意识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和不安全，执着地认为只有自己在事业

上更出色，才能给女友的生活带来幸福。他痛苦地、努力地追求他内心深处并不认同的

辛苦的生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负责任的男人，才是“好男人”。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压力和不安全从来就不是女友带给他的，而是他自己身上背负的沉重包袱，使他没

有力气也没有能力去爱，去感受生命，去发现自身的价值。 

同时，儿时的畸形、缺失的性别教育，使他一方面渴望父爱，一方面又异常认同

那个传统文化下的“父亲角色”，他虽然感觉到了丈夫不在身边的母亲和自己的痛苦，

但还是继承了那个被周遭认同的父亲角色和畸形痛苦的婚姻家庭模型，开始感觉和认识

不到自己和身边人的内心需求，执着地追求文化赋予他们的所谓“责任”。父子关系畸

形的僵化，让男孩从小缺乏交流情感的勇气和能力，面对压力，他不愿意和自己深爱的

人分享，而只是独自“龟缩”。甚至，他不愿意思考女友真正的情感需要，将“扮演一

个成功的男性角色”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不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成长，只是简单

地把社会地位和经济地提升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方向。 

案例二：这组父子关系是典型的“假性互惠”——分明很爱对方，也知道对方很

爱自己，可就是互相无法感知和准确表达。这是父权文化对这对父子潜意识中的迫害的

反应。 

父亲的长期的对于爱的不屑表达和对于男孩子违背人性的畸形要求，使儿子的成

长十分艰难无力，孩子原本就缺乏母爱，父亲还刻意掩饰自己的爱，让孩子觉得无助和

“被抛弃”，并感受不到自身的价值。父亲不断地用父权文化影响着自己，也教育着孩

子：男人，应该坚强，应该冷酷。于是，孩子也开始变得无力表达，变得无情，开始觉

得男人，天经地义就应该是这样的。 

12岁的小G在潜意识中已经开始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和对父权文化的控诉，他的逃

学，他的打架闯祸，他的生病，都旨在引起父亲的爱的觉醒，他的身体和行为在渴望父

爱，也在反抗父权文化的压迫。我们的治疗围绕一个“爱”字，父母、社区、学校，多

方面进行，可是，在治疗中，我们的专业治疗师能觉察这种性别文化危害的也微乎其

微。我感觉，没有性别意识的“爱”的教育显得非常苍白无力，因为都我们在彼此影

响。 

案例三：这个案例发生在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让我觉得很震惊。原来，

性别观念和学识没有必然的联系。 

父母将对于自身的不满和希冀强加在子女身上，而这种不满是多么荒唐。父亲—

—一个在职场稍微逊色的男人在家庭就会如此没有地位；母亲——因为得不到传统父权

文化要求中的丈夫而把满腔的愤怒转移到儿子身上；儿子，在自身人格健全的成长过程

中变得茫然和无助。父权文化影响了这个家庭的每个人，在他们身上生根、发芽，迫害

他们的思想，并由他们传播和影响别的人，其实这原本可以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们可

以过得很和谐，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喜欢得人生道路去奋斗，并且成功，而我们发

现，幸福，往往只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让我们感觉分外沉重。 

其实，上述案例的B的父亲、小G的父亲、D的父母也是父权文化的痛苦的受害者，

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和家人的爱，但苦于一种桎梏。他们同时也是父权的

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传播者，是父权文化迫使他们放弃爱的权利，丧失爱的能力，

在痛苦中日趋麻木，难以自省。 

在整个咨询的过程中，我们清晰地分享了他们的痛苦和无助。以上三个案例进展

都不很顺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当事人本人的抗拒，有社会影响力，也有咨询师本人

的技术和心理困境，然而，综合所有困境，其根本在于父权文化对于当事人、咨询师和

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咨询师曾一度企图影响他们的性别观，但发现这是件很无

奈的事情，因为认知也许可以改变，但文化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在咨询中，我们试图

发掘存在于个案背后的当事人的、咨询师的以及相关社会人的社会性别观念及由此产生

的对个案进展的影响，从而引发我们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对“爱”的本质的一些感悟，

发掘“爱”的形式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的扭曲和变异。同时我们发现，在父权文化的影

响下，除了当事人本身，其相关人群，甚至是事件的“源个体”，都同时在不知不觉中

担任着父权文化的传播者、继承者和受害者的多重角色，甚至是一些帮助者，他们的社

会性别意识对当事人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 



从咨询室走出去的一霎那，也许当事人开始学习思考，但投入茫茫人流，他们又

开始变得麻木、不知所措。我们只能思考着启发当事人感知自己的内心和情感，启动自

我改变的能量，开始是有效果的，他们的内心还是变得柔软、舒服。然而，一切都显得

十分艰难。其实，生活中相似的案例和现象还有非常多，只是，我们有时缺乏性别的思

考和人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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